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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绘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了上万年的历程。在当今时代，

美术教育的形式已经有从传统课堂向多媒介的综合方式转型的趋势，例如图

书、在线课堂、博物馆参观或户外写生等。在新的历史时期，艺术教育工作者

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探索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教程。从我个人角度来

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教程提供给广大美术爱好者及艺术类的学生，目的是

为了促进艺术教育的发展，为中国艺术的伟大复兴献绵薄之力。本书将笔者十

年来的一线教育经验总结编著成一套系列进阶教程，供学生使用。从对艺术的

认识到实践，深入浅出地讲解相关的知识点，并结合网络视频教学，让学生学

起来更加直观有效。

“尽精微，致广大”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是由徐悲鸿先生提出的。以

“精益求精”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传达给大家最新的教学理念，这就是

一种“传承”。希望本书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艺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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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史谈绘画观念的转变

从西方艺术史的整体来看，绘画的思潮由“画我所视”转向了

“画我所思”。美国艺术家马克·坦西用三幅具有寓意的作品，分别

解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现代主义时期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人们对绘

画的理解方式。

表现文艺复兴时期（前工业时代）的作品：少女向窗子喷水，暗

示绘画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玻璃窗。

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以透视原理为准则，观赏者处于一个绝对静止

的点上。透视原理把只有一个视点作为第一要素，这使视觉体验建立

到了稳定的基础上。于是，绘画在混沌中创立了秩序，使相互参照实

现了精密化和系统化，这使得透视原理成了一致和稳定的试金石。

表现现代主义时期（工业时代）的作品：男子用头撞墙面，暗示

绘画本身就是一个已完成平面。

现代主义时期画家认为“绘画不是眺望世界的窗口，它本身就是

一个已完成的平面”。20 世纪前卫艺术家基本都继承了塞尚的这个

观点。塞尚可以说是 20 世纪现代绘画之父。在素材中抽出合乎造型

的因素，再分析使之构成画面。为此，画家必须舍弃传统透视法的

单一视点，引入革命性的多视点透视法来观察事物与空间配置。塞

尚将极不安稳的、混乱的题材，表现得整齐有序，平衡感的掌握也

恰到好处，这就是多视点透视法的奥妙所在。

【德】丢勒 透视的研究（1525） 【法】塞尚 有窗帘与花卉纹水罐的静物 （1899） 

【美】马克 • 坦西 现代绘画简史 （1982）
布面油画 三块画板 每一块的尺寸均为 
147.3 厘米 ×101.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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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 后 现 代 主 义 时 期 （ 后 工 业 时 代 ） 的 作

品：鸡面对镜子沉思，暗示绘画反映的是画家的

自我意识。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是在对客观与主观进一步

解析重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毕加索在20世纪初

提出了“我作画本我所思，并非所视”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对此观点既有传承又有

进一步的发展。比如罗斯科的绘画，是对精神要

素、信仰和生存意义等超越视觉要素的表达。再

比如美国克洛斯的照相写实作品，就是借助照相

机对于人类微观观察的进一步的推进。

当然，艺术观念也和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科技

水平、社会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7 世纪

牛顿发现物理学三大定律，为文艺复兴时期绘画

“建立唯一观测点”找到了理论依据。20 世纪

初，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为艺术家打破绝对

观测点开启了思考的空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又为艺术家在思维空间进行创作开

启了一扇窗。

【美】罗斯科 罗斯科教堂（1971） 【西班牙】毕加索    亚威农少女 （1907）

【西班牙】达利   记忆的永恒 （1937）

【美】查克 • 克洛斯   男子肖像（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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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概述

目前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科方向较设计艺术学科方向入学考试更侧重于对考生绘画基本功的考查，

以及考生对于客观事物观察能力的表达。各院校课程设置形式较以往变化不大，多以写生人物头像或半

身像为主。

而设计艺术学科较之造型艺术学科来说，更注重前期对于作品概念的生成以及分析，所以课题形式

与造型艺术学科有很大的差别。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下简称清华美院）近10年的课题不难发现，题

目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的背后，其实也在遵循着由“画我所视”向“画我所思”

转变的基本规律。2007年以前清华美院基础课的素描题目是以人物头像写生为主，重点考查学生对于客

观物象的观察以及再现的能力。2008年以后清华美院基础课的题目为限定静物组合，重点考查学生对于

造型的不同要素的理解。2017年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基础教学的题目要求以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歌

词和意境进行创作，重点考查学生对题目的理解，以及将思维和情绪转化为图景的能力。

文艺复兴时期
（客观描绘）

写实绘画考试
（客观描绘）

现代主义时期
（空间重构）

设计素描考试
（空间重构）

后现代主义时期
（内心表达）

概念造型基础
（内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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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基础要素

谈到造型基础要素，还要从2015年以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造型基础的学科改革谈起，中央美术

学院改变以往的传统的客观描绘对象的要求，将形态解析、表象研究和形式变体融入造型基础课程。

形态解析，即通过对画面从具象到抽象分析研究，进一步掌握形成画面的抽象构成要素。表象研

究，即通过对于物体表象的精微观察和分析，进一步掌握形成画面的具象表达要素。形式变体，即通过

对于形式与材料表现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掌握形成画面的综合表现手法。

举个例子，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有这样一个课题，要求学生完成一幅想象的一至三条转基因鱼的绘

画作品，和一幅对其细胞分析的细胞结构图。相信很多同学拿到题目会问：这怎么画？转基因鱼我没见

过啊！画细胞更是不用说了！难道让我编造一个造型出来吗？是的，这就是造型基础的核心要求——思

维可视化。

我们的思路再回到这道题目上，“转基因鱼”打破了以往的被动式的描述客观的考试模式，给了同

学们充分自由想象的空间，而同时又使绘画这一视觉语言回归到其本质属性。那么，何为造型基础？其

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呢？

由于国内设计专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较之欧美，发展历史还比较短，积累的经验较少，所以从

教学的角度来说，国内一流名校如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央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在课程设

计时会相互借鉴，同时也会借鉴国外院校的理念。 

从对现实的观察，到空间的设计与整合的转变，中央美术学院以及清华美院等国内顶级美术学院，

教学的要求正向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教学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学院更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

际思维的设计人才，创新能力将成为未来人才的重要素质。

张钟钰 转基因鱼转基因鱼 张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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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起源 转基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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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淏文 答案在风中飘荡

柴子涵 幸福指数

张毅 面向关系

从 2 0 1 7 年 “ 鲍 勃 · 迪 伦 ” ，

2018年“幸福指数”，再到2020

年的“面向关系”，中央美术学

院的教学思路一直围绕着同学们

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事件、热点话

题展开。随着2020年特斯拉股价

飙升743%，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

公司。马斯克对“脑机接口”进

行了初步实验，人机交互、人机

共生等前沿科技引领着未来世界

的发展方向。美院专家是以“人脑

开发”这一热点话题为切入点，

2021年发布的新课题是“画出你的

大脑世界”，引导学生们从关注物

质世界转向关注精神世界。

题目解读：关于权重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网络在交流、

在线教学、支付、娱乐等功能上

的占比越来越高，而手机无疑是

一个应用权重最高的通讯载体。

由此看来，权重高的事物其体积

并不一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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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倚源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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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理解不同的权重，出现在一张完整画面里呢？这里主要围

绕着你大脑世界的空间图景展开。从形式上，学生可以理解为画面分

割、颜色对比；从内容上，可以从学生对于世界不同的理解角度去阐

述概念，比如，文学作品中对于世界的表述有《平凡的世界》《悲惨

世界》或《美丽新世界》等，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对于世界的理解，展

开联想组织画面。

对于创作的要求，“画出你大脑的世界”这类题目对于学生创造力

的考查更为明显，哪些是根据题目主动创作，哪些是“生搬硬套”，将

一目了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需要被激活，这也需要学生转变对美术的

认识，从被动的临摹写生，转变为主动的发现和创作，需要激活自己那

双可以“发现美的眼睛”。学生要认识到学习绘画的真正目的，不仅是

“再现形态”，还需要“再现感受”甚至是“创造感受”。

黄世军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张森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孙靖淳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李杨晴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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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茹 画出你的大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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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中的“造”可以理解为构建、构造、设计或是制作，而“型”可以理解为形状、形体和空

间。“造型”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描绘或塑造出某种视觉形象或现象，这是其“形”的属性，并不

能代表本质。那本质是什么？本质应该是形与神的统一，所谓“形神兼备”。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勾画出造型基础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思维、构图、透视、结构、

色调和质感。

造型基础要素分析图表

观察分层图

轮 廓  结 构 质 感光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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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基础训练

造型基础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积累大量的素材，经过分析组合，从而完成作品的创

作。由于表现作品的人是不同的，所以要求每一个同学的方案都要有独特性。学习以及训练要注重以下

四方面量的积累：阅读量、写生量、默写量以及创作量。

梁倚源 混维表达

首先，阅读量。阅读可

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观

察，可以是宏观的观察，比

如对自然风景或宏伟建筑的

观察； 也可以是微观的，

比如一个苹果、一本书等。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事物，

都可以成为我们用来观察的

对象。

其次，写生量。写生是

绘画创作的基础，通过对构

图、形象、结构、光影、质

感等要素的表现，达到提升

绘画能力的目的。

再次，默写量。绘画的

默写可以分两种：一种是默

写自己画过的景物，即在写

生量中提取画面；另一种是

默写自己记忆中的景物，即

在阅读量中提取画面。思维

可视化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能将记忆中模糊的图像通过

轮廓的细分、空间结构的构

建、光影的投射以及表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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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表现而产生清晰化的效果，这就需要

学员能够熟练运用造型要素。

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学员在观

察事物的时候，多采用焦点观察和局部

观察的方法，观察的图像内容是局部的

而且是被动的，很难被转化为创作的素

材。建议大家在观察的过程中将物象分

成轮廓、结构、光影和质感四层观察，

进行分层记忆。

最后，创作量。绘画创作可以看成是

一个从音符到曲子的过程，通过适当的串

联与加工，作品不再是以单体与单体组合

的状态出现，而是成为了一个整体，具有

内在贯通的气韵与灵魂。这需要创作者既

能身在创作之中去感觉作品的状态，又能

随时跳到作品之外，去表现作品的整体与

细节，这样就要求创作者的情绪记忆能力

与表现技术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绘画是通过技术与材料等手段将人内

心情绪外化的。好的画家应该具有丰富细

腻的感情，同时也应具有与之相对应的表

现技法。

所谓“创意”就是改变传统的模式，

创造出新的东西。是要先了解、熟悉传统

的作法和形式，再通过整合、反逻辑等水

平思考进行实验，或用垂直思考作推演，

产生新东西，而不是感性地做即兴造型转

换、材质转换、量感转换、空间转换或技

法上的互用等来“创意”。

绘画分析图

自行车 王东君

麻淑芳 棒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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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曦 自行车

徐君茹 空间迷宫 空间迷宫（局部）

本章小结

①通过学习，初步了解绘画思潮由“画我所视”向“画我所思”转变的意义及影响。

②了解造型基础的基本要素：思维、构图、透视、结构、色调、质感。

③了解造型基础训练中四种量的积累：阅读量、写生量、默写量以及创作量。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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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基本概念 

“构图”是舶来语，源于拉丁文 Compasitio，原义为“组

成”。它既可为名词，亦可为动词。作为名词时意指画面所呈现

的形式结构关系的整体及其视觉效果。作为动词出现时一般指画

家为实现表达意图，在限定的平面空间上，对绘画语言进行组织

以构成新的视觉世界。简而言之，即组织画面。

平面构成要素 

对于绘画来说，无论表现二维平面还是三维空间题材，其构成

的画面都会以坐标系的形式呈现。而构成平面形态的最基本的要

素是点、线和面。

点的概念：

点是平面构成中最小的单位，点表示位置。它既无长度也无宽

度。在平面构成中，点的概念只是相对的，它在对比中存在。几

何学中的点，只有位置而无面积和外形。但作为造型元素的点无

论多么细小，只要看得见，必然存在大小和形状。

【意大利】莫兰迪   静物

王一鸣 瓶罐写生

王一鸣 瓶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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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凡·高 星月夜 （1889）

【荷兰】凡·高   花园花开 （1888）

点 的 视 觉 心

理：可以让人联想

到靶心、星星、眼

睛、灯泡等。

点在画面中有

聚焦的作用，但不

具有方向性。

一点位置的解析

两点关系的解析

王珊珊 光与影 郭婧云 破碎的镜子

徐欢 破碎的存钱罐 佚名 光

画面中有两个

同 样 大 小 的 点 ， 

并 列 放 置 时 ， 它

的 张 力 作 用 就 表

现 在 连 接 这 两 个

点 的 视 线 上 ， 即

在 视 觉 心 理 上 产

生连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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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关系的解析

当两个点大小不同时，视线首先会被大

的点吸引，然后视线会逐渐向小点移去，最

后集中到小点上， 点越小积聚力越强。大的

点会有近、重、实、笨的感觉，小的点会有

远、轻、巧、虚的感觉。
徐欢 餐桌一角 对话 佚名

三点关系的解析

当画面中有三个点并在三个方向平均敞

开时，点的视觉作用就表现为—个三角形，

这是一种视觉的心理反映。

多点关系的解析

形态各异的面缩小后都是点，点的连

续可以成为线，通过大小变化可以产生方

向感。

黄亮 岁月的痕迹

佚名 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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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

垂直线

锯齿线

几何曲线

粗线

水平线

斜线

自由曲线

直线关系的解析

粗直线感受的解析

曲线感受的解析

线的情绪分析

线的概念：

线是点移动的轨迹。在几何中，线只有

位置、长度而不具备宽度和厚度。在平面构

成中，线既有长度， 也具有宽度和厚度。

线形的视觉心理：能让人联想到水波、

闪电、电线、树枝等，线的变化复杂多样，

表现力强，有引导视线的作用。

①直线：直接、速度、锐利、明快、

阳刚。

②细直线：纤细、敏锐、运动感强。

③长直线：时间感、速度感、持续感。

④短直线：急促、断续、刺激。

⑤粗直线：豪爽、厚重、有紧张感。

⑥曲线：有几何曲线和自由曲线之分。

几何曲线典型的有圆、椭圆、抛物线、旋涡

线等，它给人的视觉心理效果是规律性强，

富有弹性，给人以理性的感受。自由曲线通

常为徒手绘制，显得自由奔放，极富个性。

曲线具有女性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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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蒙德里安 色彩构成 A （1917）

【俄】康定斯基 黄、红、蓝（1925）

【美】波洛克 行动绘画 8 号（1949）

面的概念：

面有两种解释：一是线移动的轨迹；二是浓密有致的点的集合。面有

长度、宽度但无厚度，有位置及方向性。

面的形态可作如下分类：

①几何形态的面：如蒙德里安《色彩构成 A》中的方形、长方形、棱

形、圆形、线形等形状的面。它们形状规则整齐，具有简洁、明确秩序之

美感。

②自由形态的面：如康定斯基《黄、红、蓝》的面，是由不规则的形

构成的。自由形的面变化多样、潇洒自由、轻松快活，如果处理好了，具

有很大的魅力，反之， 则有零乱之感。

③偶然形态的面：如波洛克《行动绘画 8 号》中的面是一种随机的难

以预料的形。云烟的形、玻璃碎裂的形等，它们不是刻意而为的，是意

外、偶然得来的。偶然形态的面虽然不可预设，但却具有超凡的吸引力，

能产生奇异的效果。

【美】罗斯科 黄，樱桃红，橘色（1947）

基本型的组合方式

基本形与连续形

基本形是一切平面构成最基本的形象，是构成图形的元素单位。例如

方形、长方形、棱形、圆形、线形等形状的面。将复杂的形态归纳成简

洁的形态，显现形态要素的特征，即是“基本形态”。对基本形态的提

取， 是突出“形态性”，强化形态心理效应的基本方法，是形态研究的

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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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糖的线构成

基本形的组合有以下几种方式：

1.分离：形与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相遇：形与形边缘相接触。

3.重叠：一个形覆叠在另一个形之上，产生前后关系，形成一近一远

的层次感。

4.透叠：形与形透明相交。

5.联合：两形交叠，彼此联合形成一个新的形。

6.减缺：一个形被另一个形局部遮挡，形成一个新的形。

7.差叠：与透叠相反，只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可以看得见。

8.重合：形与形之间重合在一起。如果两个大小或黑白不一样的形重

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形。

陈湘讯 糖纸设计

麻淑芳 糖纸设计

连续形是基本形重复构成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将几个基本形组合在一

起，构成新的形象。连续形基本构成形式有以下几种：基本形的线性组

合、基本形的对称或旋转放射组合、基本形的三角形组合、基本形的多方

向自由组合。

练习：棒棒糖的线构成 

练习目的：掌握点、线、面在二维平面中的基本构成规律。

练习说明：以线条为表现手段进行组合表现（可选1至3 颗棒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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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骨骼概念

在构图中，按照一定规律将基本形组合起来进行管辖编排形象的形式称为骨骼。骨骼管辖着基本形的编

排秩序，骨骼与基本形（母形）犹如骨和肉的关系。视觉图像的“骨骼”是画面整体结构的基本形状。画面

结构中具体形象的组合与个体形象在画面中的分布与区域化的组织关系共同构成了“骨骼”的内涵。 画面

中出现的轮廓形、结构形、光影形以及装饰形都可以作为骨骼形的构成要素而存在。

骨骼在构成画面中有两个作用：第一是固定每个基本形的位置；第二是骨骼线将画面划分成大小形状相

同或不相同的空间，这个空间称为骨骼单位。骨骼有有作用和无作用、有规律和无规律之分。

【荷兰】蒙德里安 苹果树 之一

苹果树 之三

苹果树 之二

苹果树 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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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细胞之一 显微镜下的细胞之二

显微镜下的细胞之三 显微镜下的细胞之四

自相似的理论

一个系统的自相似性，是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

者某系统某结构的局部区域的性质或结构与整体类似。

另外, 在整体与整体之间或部分与部分之间，也会存在自相似性。一般情况下自相似性有比较复杂的表

现形式， 而不是局域放大一定倍数以后简单地与整体完全重合。

关于画出转基因鱼的题目，可以理解为以两种不同元素的基本形进行的构成练习。这两种基本形的外

形分别和构成转基因鱼的两种不同物质的特征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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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昂 转基因鱼 细胞解析

康宇轩 转基因鱼 细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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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晴 混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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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分割比例

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自然属性，客观事物的美源于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如功用、性能、质地、

纹理等和外在的属性如形态、结构、色彩等均符合和谐有机统一的美学法则，从而能为人们所感知。美的

客观性除了表现于自然物质属性外，更重要的是美还依存于人类社会属性，是物质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

一，与人类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自然物质的美才为人们所发现、领悟、观赏、利用，从而转

化为现实的审美价值。因此应遵循自然普遍的法则—— 统一、均衡、比例、尺度、韵律、对比、主从、重

点等美学法则。

科学家们发现，在一些微生物的可见结构上，如果仔细辨别，同样可以发现隐蔽的黄金比例。在一些植

物、海贝、昆虫、鸟类、爬虫、鱼类以及哺乳动物身上都发现了这种体现出大自然之和谐的生长模式。

黄金分割比例定义：一条线段被分为两部分，短线段与长线段之比，等于长线段与全长之比。

所谓比例，就是指画面中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数量关系。画面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大小、

高低、长短、宽窄、粗细、厚薄是否合适， 以及形体轻重是否协调等问题，即是比例问题。要使画面有良

好的艺术表现力，通过比例就可以使画面整体与各部分有良好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和谐、协调，给人以

美的感受。

黄金分割的比值为 0.618∶1 或者是 1∶1.618。

帕特农神庙建造于公元前 447 年至公元前 432 年，用来供奉女守护神雅典娜。帕特农神庙不同于金字

鹦鹉螺与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螺旋线 蒙娜丽莎分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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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农神庙立面 帕特农神庙立面黄金分割

维纳斯分割比例分析

塔、巨石阵及索罗门神庙，据考证，它的设计源于

当时盛行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几何观念。

同许多古代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帕特农神庙也是体

现黄金分割原理的范例。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三角屋顶下的大矩形是前后

门廊处黄金分割比例小矩形的两倍。

帕特农神庙的主体建筑正门清晰地显示出精心

设计过的黄金分割比例。

练习：基本形构图

练习目的：掌握以几何形元素为基本形构成画

面的基本规律。

练习说明：分别以方形、圆形、三角形作为基

本形构成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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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基本形画面分析图

张嘉盈 一杯茶五本书

以方形为基本形的构图骨骼：方形是构成平面秩

序的最基本的形状，其水平与垂直交叉的线使画面产

生了横与纵的联系，同时也构成画面的网状骨骼，

将方形基本形纳入画面网状骨骼，会使画面呈现理

性、严谨、有秩序的特点，在画面视觉中心出现一些

圆形进行圆与方的对比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周虹伽 屋里屋外

圆形基本形画面分析图 姚麒曈 瓶罐

以圆形为基本形的构图骨骼： 往往会给人以柔和、华丽、圆润的感觉。由于圆形自身具有中心，所以

组织起来需要有较好的主次关系， 同时还要协调好基本形之间的疏密、韵律、节奏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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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凝 破碎的镜子

三角形基本形画面分析图

以三角形为基本形的构图骨骼：三角形元素会给人以稳定的感觉，同时还会有尖锐、破碎、速度的感

觉。以三角形为基本元素构图的时候要注意画面基本形之间的指向关联，既可以指向画面视觉中心，也可以

以画面中心为焦点向外辐射， 还可以在画面中形成某种视觉指向的循环。


